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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日用电量、最大负荷的气象预报模型
蔡新玲，贺皓，李建科，高红燕
（陕西省专业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５）

摘要：通过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陕西省日用电量、最大负荷资料和同期气象资料的统计分析得出，
日用电量、最大负荷有明显的年、季、周变化，并与平均气温的相关关系显著；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周和日用电量、最大负荷的预测方程，为电力部门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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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城市用电量都出现几段满负荷
运行。根据气象条件对用电量预测，做到电量的
合理调度，可以充分保证社会用电，还能提高用
电效率，节约能源［１］。本文根据日常天气预报建立
周和日供电量、最大负荷的预测方程，为电力部
门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产品，确保用电量、最大负
荷的合理调度。
资料与方法

收集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陕西电网逐日用电量
（爠）、最大负荷（爧）及同期西安站逐日最高气温
（爴Ｇ）、最低气温（爴Ｄ），平均气温（爴），日较差
（爴Ｇ－爴Ｄ），相对湿度（牊）及降水量（爲）。

先对每个月的逐日爠、爧与各气象因子进行
相关普查，发现夏半年（５—９月）各月爠、爧与
爴Ｇ、爴Ｄ、爴均为一致的显著正相关，冬半年（１０—
４月）各月爠、爧与爴Ｇ、爴Ｄ、爴多为负相关，而
爠、爧与另外３个因子的相关性差且较复杂，于是

分冬、夏两个半年统计逐周平均的爠、爧，再建立
逐周平均爠、爧的评估模型和递推预测模型，通过
制订预测方程的一周内逐日订正系数，可得到逐
日爠、爧预测模型［２］。

电力资料包括４个夏半年（２１周），３个冬半年
（２６周）及１个不完整的冬半年（１２周，即２００１－１０
－０１—１２－３０）的逐日用电量及最大负荷资料。
结果分析
２１用电量、最大负荷的年、季、月分布特征

按年、季、月统计了陕西电网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日用电量、极端最大负荷及其出现日期，结果见
表１，陕西电网日用电量呈逐年增加趋势，２０００到
２００１年增幅明显加大；极端最大负荷也呈逐年增
加趋势，特别是从极端最大负荷的出现日期看，极
端最大负荷从隆冬转向盛夏，说明夏季高温降署
耗电越来越大。一年中，冬季用电量最大，夏季
次之，春秋季最少；各季用电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表—年陕西电网日用电量、日极端最大负荷及其出现日期

年份
用电量燉１０４ｋｗ燈ｈ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日极端最大负荷燉１０４ｋｗ

１９９８ ５９０４ ５５８７ ５９０４ ６６９３ ６００９ ３９０（１２月９、１０日）
１９９９ ６２８８ ６４５３ ６１６０ ７１０８ ６４２１ ４１８（１２月２２日）
２０００ ６７０３ ６７３０ ６３１６ ７３１６ ６７３０ ４４０（７月２６日）
２００１ ７１９３ ７７３４ ６６９５ ７３４２ ４７１（７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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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夏季增幅最大，尤以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１年的增幅
最大，达１５％以上，其它季节增幅较小。

分析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逐月平均日用电量、最大
负荷的分布可见，除个别月份外，各月平均日用
电量、最大负荷也呈逐年增加趋势；除１９９８年
５—９月变化平稳外，其他３ａ各月变化幅度均较
大，冬季１２月或１月出现峰值，夏季７月或８月
出现次峰值，而５月和１０月出现低谷；最大负荷
的月分布特征与用电量的月分布特征基本一致。
２２用电量、最大负荷的周分布特征

分夏、冬两个半年，以周日的用电指标为
１００，得到周一至周六用电指标的相对比值，表２
表明：日用电量无论在冬半年还是夏半年周六与
周日基本相当，且均是最低的，周一至周五明显
高于周六、周日，这与５ｄ工作制有关。夏半年周
一至周五的用电量与周日相比高４６％～５４％，
平均高出５％，冬半年高２５％～４５％，平均高
３５％。可见用电量在夏半年的周变化比冬半年
大；最大负荷的周变化与用电量的变化基本相同。

表夏半年用电量周变化（相对比值）
年份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１９９８１０６７１０５８１０５６１０１２１０４２１００７
１９９９１０３３１０４３１０４２１０４３１０４６１００７
２００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４１０５７１０６１１０５２１０１９
２００１１０６３１０６４１０６１１０６８１０４９１０１８
平均１０５１１０５２１０５４１０４６１０４７１０１３

２３供电量、最大负荷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分析
在６个气象因子中，两项电力指标与爴Ｇ、爴Ｄ、

爴等因子夏半年各月为正相关，冬半年各月为负
相关，其中又以与爴的相关性最好，日较差、日
照时数和降水量的相关性较差。４个夏半年中各
月用电量、最大负荷与平均气温均为正相关，也
就是说，５—９月当气温升高时，用电量、最大负
荷则显著增大，而气温下降时，用电量、最大负
荷则显著减少，其中以６—８月相关性最好，５月
和９月稍差，说明气温越高，电力指标与气温的
关系越紧密。相反，在冬半年各月，用电量、最
大负荷与平均气温为负相关，也就是说冬季气温

越低，用电量越大。其中２月份有３ａ为正，这可
能受到其他非气象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春节。其
中秋、冬之交的过渡季节１１月份两项指标与气温
呈显著负相关，这一时期用电量对气温的变化特
别敏感。夏半年尤其是７、８月份往往是生产旺季，
用电自然增多，特别是气温较高时各种制冷设备
纷纷投入使用，随着制冷时间延长及制冷强度加
大，总用电量必然增多，冬半年尤其是春节前属
于生产旺季，用电量较大，同时、气温下降，用
于升温的耗电量也相应增加。此外，考虑到电量
指标的周变化，还对４个夏半年，４个冬半年的逐
周平均供电量、最大负荷与相应的气温进行了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周平均后，４个夏半年两
项电力指标与平均气温也均为显著正相关，相关
程度比较稳定；而在４个冬半年，为显著负相关，
显著程度则不如夏半年。
周平均和逐日用电量、最大负荷的气象预报

为了建立下一周平均供电量（爠）、最大负荷
（爧）的气象预报方程，以上一周平均供电量
（爠－１）、最大负荷（爧－１）和下一周常规预报中的
周平均气温（爴）为自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建立冬、
夏两个半年的周预报方程。

夏半年预报方程为（去掉第一周）：
爠＝５９５８＋０８０５爠－１＋３２７４爴 爲＝０７６
爠＝４１０３＋０８２３爧－１＋０１０４爴 爲＝０７９，
冬半年预报方程为（去掉第一周）：

爠＝２１２７＋０７１７爠－１－０７４９爴 爲＝０８３
爧＝１１６８＋０７０６爧－１－００６７爴 爲＝０８２。
在生产实际中，电力部门往往更加关注日用

电量、最大负荷的预测，为此，得到以下２个预
报方程（以夏半年为例）：

爠＝犜牏爠 牏＝１～７；
爧＝犝牏爧 牏＝１～７。

其中，犜牏，犝牏为一周内逐日订正系数（日平均与周
平均电力指标的相对比值），表３给出了夏半年日
用电量、最大负荷的一周订正系数。可见周一至
周四该系数均在１０以上，周五接近１０，周六和
周日在１０以下；冬半年订正系数的一周分配也
与夏半年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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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素对公路建设的影响分析
１１对路基施工的影响

路基施工是公路建设的基础，降雨、降雪、积
水都直接影响路基质量，可出现纵向裂纹和路基
下沉。公路高填方路基形成裂缝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较长时间的降雨、降雪等形成地表积水渗透入
路基中，使路基中岩土水压力改变致使有效应力
发生变化。有效应力的波动控制着岩土骨架的位
移场并导致含水系统的变形。变形主要体现在：土
体中剪应力达到了土的抗剪强度，以致沿着剪切
面产生裂缝；剪应力不变而抗剪强度降低也会产
生裂缝。使剪应力增加的因素主要是降雨、降雪、

积水，使土体密度和下滑力因水分增加而增大，土
体孔隙中静水压力和动水压力相互作用而导致。
引起抗剪强度降低的因素，主要是气候与季节变
化，土体时干时湿、时冻时融，造成风化裂隙发
展，其强度随季节而变化。在雨中、雨后及坡面
排水条件发生变化时，土体孔隙水压力增大，有
效应力和摩擦力减少，粘性土的湿化丧失强度后
出现路基开裂和沉陷。

公路高填方路基裂缝及沉降的出现，主要是
在连阴雨季节和高寒地区冰冻后的春融季节。
１２对路面施工的影响

二级（含二级）以上公路路面结构主要为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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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夏半年日用电量、最大负荷的一周订正系数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用电量犜牏 １０１６１ １０１７１ １０１４２ １０２０９ １００２７ ０９７３１ ０９５５９
最大负荷犝牏 １０２０３ １０１１１ １０２０４ １０１４１ ０９８８０ ０９８４０ ０９７０１

小结
４ａ来，２项电力指标均呈逐年增加趋势，尤

其是夏季增幅最快；一年中２项电力指标冬夏高，
而春秋低，日极端最大负荷出现在夏季的高温时
段；一周内，周六、周日电力指标最小，周五接
近一周平均值，周一至周五明显高于一周平均值；
在夏半年，２项电力指标与温度呈显著正相关，且
温度越高，相关越显著。在冬半年，２项电力指标
与温度呈负相关，相关程度不及夏半年高；以上
一周平均电力指标及下一周平均气温为预报因

子，分冬、夏两个半年建立了周平均电力指标的
预报方程，并通过设定订正系数法可得到逐日电
力指标预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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